
的百分之四十。冀南区的魏县、成安县和豫北的

林南（注）、淇县、博爱、沁阳等县，有的村庄

饿死的人高达原人口的百分之四十至五十，有

的村庄逃亡的占原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
二、灾荒不仅没有影响边区人民的生产，

而且还刺激了人民的生产。晋冀鲁豫边区的生

产合作社、农业、水利事业、手工业、家庭纺

织副业都有所发展；军、政、党单位的机关生

产，都是在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前半年发

展起来的。一九四四年边区生产获得大丰收，
除风调雨顺外，人的主观能动因素起了重要的

作用。
三、边区党政军与人民的关系，通过患难

与共的救灾度荒运动，进一步亲密团结起来，
党政军在人民中的威信，空前提高了！

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区

的救灾、打蝗、度荒工作，曾给予高度评价，毛

主席在“七大”前后，说到我们革命会遇到困

难时，多次以晋冀鲁豫的度过灾荒为例鼓励大

家的斗志。
我们救济灾荒工作也不是没有缺点的。当

一九四二年的严重灾荒突然出现时，先是认识

不够，有麻痹思想，后来认识到了严重性，又

有恩赐观点，平均施救的情况。如提出“不饿死

一个人”的口号，虽然起了良好作用，但也造成

了救灾工作的被动。在调剂灾区粮食上是有重

大的贡献的，但因对灾情发展变化估计有误，
变卖公粮过多，曾一度影响军粮供应，若不是

太行分局发现及时纠正，几乎出了大问题。在

西部收购粮食上，曾发生过强迫命令。这些教

训，值得好好记取。

注：一九四三年前半年，林县的北部地区归太行区管称

林北县，南部包括县城，还在国民党军队孙殿英、 庞炳勋的

管辖下。

读者来信
文昌县一天调走三位税务局长

引 起 强 烈 反 响

编辑同志：

广东省 文昌县税务局由于查补县水产公司漏税一

事，引起县某些领导不满，以致先于去年11月17日撤

掉了具体经办此事的清澜税务所一位副所长的职务，

接着，又在去年12月30日一天之内调走县税务局局长

潘正东和副局长李德芳、符之连三人。这件事在海南

区税务干部中引起强烈反响。
听到这个传闻的税务干部都认为是一件怪事。事

情到底是怎样引起的呢？1982年11月，在税收政策检

查中，文昌县清澜税务所查出县水产公司当年 1—10

月以低价购进高价销售皮仔鱼（进价每斤0.10元，销

价0.19元），销售金额68.16万元，应当补税，但水产

公司不同意纳税。经多次请示海南区税务局和广东省

税务局，均答复应当征税。文昌县税务局根据上级税

务局批示，于1983年 5 月通过银行扣缴了该公司商业

零售税款2.1万元。

文昌县人民政府对这一处理有意见。县政府办公

室主任在去年 5 月下旬召开的税企双方会议上，指责

县税务局向省税务局写报告不通过县政府是不对的。
还说：“我县生产和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都与税务

工作有关，氮肥厂准备转产酒，你们要征税60%；农

具厂转产炮竹，你们要征税35%；税率那么高，人家

搞得起来吗？水产 部门从外地组织海产品回来卖，成

本高，你们也要征税，人家亏了本，不愿干，还不如

回家睡大觉”。又说：“即使按政策应该收税，但不合

理，也要考虑。”

8 月，广东省水产厅函复文昌县人民政府，说不

该征税。同年 9月，县长办公会议作出决定，要文昌

县税务局将通过银行扣缴的税款和滞纳金一并退回县

水产公司。12月，县人民政府又发文件责令县税务局

立即退税，并报告不执行县长办公会议决定的原因。
县税务局接文后，当晚由两位副局长和一位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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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找主管财贸工作的常委符国海同志，一起到原代县

长高永秀的家里。税务局的股长解释，征税问题水产厅

说了不能算数；可是，县政府领导说了，税务局不执

行，是组织原则问题，照办嘛，又违反税法。符国海

常委也提醒高代县长，擅自退税是违反财经纪律的。高

代县长却说：“那是省水产厅违反，不是我违反……”

税务局的股长又解释，减免 税我们没有权。高代县长

说： “什么是权呀，批就是权，你们不要报嘛！”

12月，广东省税务局再次给文昌县政府发文，指

出不能退税。

然而，就在这期间，先 是清澜税务所的副所长被

撤职，调回县税务局安排一般工作；随后，在一天之

内又决定调潘正东任县物价局局长，李德芳任县二轻

局副局长，符之连任县经委财务科副科长。
事情发生后，文昌县税务局和海南区税务局曾先

后向海南行政区公署写过报告，区公署分管财贸工作

的一位副主任阅后批示：“一天调走三个局长，这是很

少见的，要重视这事，请榜波同志（海南区税务局长）
亲自去了解一下，为什么搞突然调动。”今年一月，

文昌县人大常委会也开会审议了此事，要县人民政府

纠正所发责令税务局退税的文件，并对县税务部门坚

持原则，执行税收政策进行表扬。之后，文昌 县政府

才转发了广东省税务局关于应当征税的函，取消县长

办公会议对这个问题的决议。

潘正东、李德芳、符之 连同志对调离税务部门有

意见，要求复议。据说，已决定符之连同志不调了，

仍留税务局当副局长；初 步 意 见 李德芳同志也不调

了，还要再议一下。但是，潘正东同志的调走问题，

特别是围绕三位税务局长调动的是非问题，至今尚未

解决。因此，在我们这里 的 税 务 干部中反响仍很强

烈。有几个县的税务局长说，谁坚持政策谁被 调走，

这怎能使我们大胆抓工作？这样下去税收工作不好搞

了，只好收多少算多少了！

通过贵刊. 我们呼吁上级有关部门过问此事，弄

清是非，使滥用职权的人受到应得的处分， 为敢于坚

持原则的税务干部撑腰。这 既 是 强 化税收工作的需

要，也是端正党风的需要。

广东省海南行政区公署税务局

邢益森 1984年 4 月 5 日

编
者
按

2

依
法

征
税

是
税
务
部
门
的
职

责
。
文

昌
县
个
别
领

导
人
强
令
县

税
务
局

退

税

，
是

错

误

的
。
在
有
关
部
门
的
督
促

下
已
经
作
了

纠
正

4

文
昌

县

税
务
局
坚
持
原
则

，
依

法
办
事
，
受
到
县

人
大
常

委
会
表
扬
，
可

是
这
个
局

的
三
位

局
长

，
却
在
一
天

之
内
被
决

定
调
走
。
这
是

为
什
么

7

问
题
至
今
尚
未

完
全
解
决

9

这
件
事

不
能

不
引
起

税
务

人
员
的
强

烈

反
响
。
是
非
总

是
要
弄
清

楚
的

4

我
们
支

持
邢
益
森

同
志
的
呼
吁
，
请
有
关
部

门
过
问
此
事

。
对
目
无
法

纪
的

人
要
处
理

，
调
走
的

税
务
局
长
应
调
回
来

。
也

希
望

文
昌
县
的
有
关
同
志

本
着
整
党

的
精
神
，
未
整

先
改

，
尽
快
作
出
正

确
处

理

。
当

然

，
作
为

税
务
部

门
来
说

，
既

要

坚

持

原

则

，
依
法
办
事
，
又

要
注

意
工
作

方

法
，
以

理

服

人
，
多
做

工
作
，
这
也
是

值
得
我
们
注

意
的
。

第
二

步
利
改

税
资
料

普
查
工

作
圆
满

结

束

财
政
部
第
二
步
利
改
税
资
料
普
查
工
作
从

今
年
二
月
下
句
开
始
，
从
填
报
、

审
查
到
普
查

资
料
输
入
电
子
计
算
机
，
不
到
两
个
月
的
时
间

就
已
全
部
完
成
。
利
改
税
第
二
步
改
革
方
案
的

测
算
工
作
也
从
吗
月
下
旬
开
始
，
到
五
月
底
告

一
段
落
。

用
电
子
计
算
机
进
行
全
国
规
模
的
财
税
测

算
普
查
工
作
，
是
建
国
以
来
的
第
一
次
。
这
次

普
查
工
作
范
吲
广
、
内
容
多
，
时
问
紧
、

要
求

高
，

涉
及
到
中
央
二
十
三
个
部
门
和
二
十
九
个

省
、

市
、

自
治
区
所
属
的
国
营
工
业
、

县
以
上

集
体
工
业
和
商
业
一
、
二
，

三
级
批
发
站
等
近

八
万
户
企
业
，
填
报
和
输
入
电
子
计
算
机
的
数

据
共
有
五
百
多
万
组
。
各
省
、
市
、
自
治
区
和

中
央
各
有
关
部
门
的
领
导
对
这
次
普
查
工
作
都

很
重
视
，
亲
自
过
问
普
查
工
作

6

1

屿
地
方
的

财
政
、
税
务
部
门
成
立
了
专
门
机
构
，
指
导
和

审
查
验
收{}=

查
资
料
，
各
地
还
举
办
了
各
种
形

式
的
短
训
班

，
对
普
查
人
员
进
行
了
培
训
，

保

证
了
酱
查
工
作
商
质
量
，

高
速
度
的
完
成

4

口

前
，
财
政
部
正
抓
紧
做
好
利
改
税
第
二

步
改
革
的
各
项
准
备
工
作
，
并
决
定
于
六
月
份

召
开
全
国
第
二
步
利
改
税
工
作
会
议
，
争
取
在

今
年
内
尽
快
实
行
利
改
税
的
第
二
步
改
革
。

（
本
刊
通
讯
员

）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读者来信
	文昌县一天调走三位税务局长引起强烈反响




